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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 全国艺术学学科发展规划学术研讨会召开 ———

4 月 23 日至 24 日，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艺术学学科发展规划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学院

召开。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以后，全国高等艺术院校首次

召开的关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建设的研讨会。我院韩生院长出席了会议，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对

于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以后的建议。韩生院长认为应该采取系列配套政策，一是分类指导，专

业艺术院校、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的艺术学学科建设，应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以及评估体系;

二是确立 MFA 等艺术学位作为艺术创作最高学位的权威地位，提高 MFA 等艺术学位的准入

标准、考试要求、毕业作品质量以及师资水平; 三是评估体系的社会化，建立“同业评估”制度;

四是学科应形成一种综合学科群效应，艺术学虽然成为了学科门类，但仍应该加强与文学学科

门类的联系。艺术学学科门类建设，应有系统的设计和前瞻的战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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